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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到宿舍里来给每
个人送福利了，有一整箱零食
大礼包和一盒口罩。”广州某高
校夏同学兴奋地晒出了学院在
除夕这天送来的新年礼物。他
表示，要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再
加上返乡之后的隔离期也比较
长，因此决定留在学校过年。

除夕这天下午，来自黑龙
江的韩同学早早地就和其他
留校的同学、老师、老师家属
们来到学院院长家里，一起包
饺子、蒸狮子头、烤羊肉，为晚

上年夜饭做准备。“这是我第
一次在外地过年。在这里感
受到了广东过年的氛围，和北
方很不一样，是一次很特别的
经历，”她说，“院长很照顾留
校过年的师生，请我们一起到
家里聚餐。老师们都特别亲
切随和，大家像一家人一样，
很自在、很温暖。”

“学校给我们举行了慰问
活动，送了水果、牛奶和大红
包。校领导和老师叮嘱我们学
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说，学

校尽量给解决，让大家在学校
过个开心年。”广东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研究生魏熠娴表
示，她选择原地过年既是为了
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研究课
题进度争取时间。导师听说她
要留校过年多次和她沟通了学
习计划，还请师姐安排照顾年
夜饭。她表示：“感觉自己很幸
运，能遇到这么多友善的、关心
自己的人。虽然是第一次不在
家过年，但并不孤单，学校就是
家。”

虽然第一次不在家过年，
但梁慧婷认为一个人过除夕
也不能少了仪式感。这位来
自香港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女 生 ，决 定 在 朋 友 圈 里 把 自
己 和 家 里 人 的 年 夜 饭“PK”
一下。

香港家里的年夜饭
有白灼虾、清蒸鱼，
还 有 妈 妈 煲 的 汤 。

梁慧婷的年夜
饭 也 不 遑 多

让，有周黑鸭的鸭爪、肯德基
的油炸小鸡块，还有一杯广州
年轻人爱喝的奶茶。

把年夜饭图片精心剪裁
拼接后，微信签名为“认真做
个快乐普通人”的梁慧婷，给
家人朋友和自己都送上了祝
福，“大家新年快乐！”

为做好疫情防控，广东省
今年提倡尽量留粤过年。和
不少来自香港的同学一样，梁
慧 婷 留 在 广 州 校 园 里 过 寒

假。虽然没能和家人一起过
春节，但她仍然把假期安排得
很丰富。

节前，她参加了暨南大学
的中华传统文化体验课。射
箭、国画和书法，梁慧婷试了
个遍。过完节，她还要准备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

来自台湾的杨采绮就读
于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正在
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她，这个寒

假也很充实。“我还有许多实
验要做，在校基本上是宿舍、
实验室‘两点一线’。”她说。

梁慧婷和杨采绮不约而
同地谈起，毕业后想留在粤港
澳大湾区工作。梁慧婷觉得
大湾区目前的发展很快，内地
尤其是广东的机会很多。

2020 年 12 月 ，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 、广 东 省 工 商 业
联合会等单位共同启动实施

“展翅计划”港澳台大学生实

习专项行动。这次行动整合
了 300 多家广东大企业、行业
领先企业等机构，涉及金融、
科 技 、医 药 等 领 域 ，提 供 近
900 个实习岗位。

首期寒假实习行动吸引
了 来 自 中 山 大 学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暨 南 大 学 等
20 所 高 校 的 750 多 名
港 澳 台 大 学 生 报 名
参加。

（新华社）

“新年好，我是农林街道办事
处的，我是来查看店铺的疫情防
控登记簿的。”“店长你好，门口的
酒精洗手液不多了，要换新的
了。”……

陈翔，是一名广州基层公务
员。2016 年入职农林街城市管
理办公室。今年春节，陈翔选择
留穗过年，也随时待命。在陈翔
看来，各行各业，总得有人去维持
城市的运转。医务工作者、环卫
工人、快递小哥、公职人员……大
家都是这个特殊时期维持城市运
转的必要力量。

为街道工作出一份力

陈翔和妻子都是湖南人。大
学毕业后，陈翔通过公务员考试，
来到广州，成为一名基层公务
员。越是临近过年，陈翔就越是
忙碌。

每天陈翔都要在辖区进行督
导巡查工作。对超市、居民小区等
公共场所进行全面消杀，对出入小
区人员进行登记管控，引导小区居
民科学合理地开展防控工作等，切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与往年不同，当前是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国家倡议“就地过
年”。作为街道工作人员，陈翔比
谁都明白。今年春节，家里人在
老家湖南就地过年，而陈翔小两
口则一起留穗过年。

“早早的，我就和妻子商量过
了，今年我们留在广州。”陈翔说，
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号
召选择就地过年，一方面，今年有
不少人也选择留穗过年，所以街
道的工作也比往年更重。“我也希
望在春节期间为街道出一份力。”

春节期间，各街道都绷紧了
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牢春节
期间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陈翔以
自己所在的农林街为例，春节假

期，街道成立三支队伍，一支由街
道领导组成的带班领导队伍，实
行24小时值班；一支由值班干部
和城管中队、派出所、市场所、社
区、环卫站组成的各级到岗值班
队伍；一支由各科室、社区组成的
电话应急备勤队伍，遇有突发情
况30分钟内到达现场协助处置。

“每天值班领导和到岗值班
人员，将对辖内疫情防控落实情
况和安全生产等进行检查督导，
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处置。”陈翔说。

留穗过年感受粤式年味

来穗 5 年时间，陈翔对这座
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开放和包
容，“大家都是天南地北过来的，
不会有外乡人的感觉”。陈翔说，
广州这座城市的包容力很强，年
味很重。

“广州每年都有逛花街的习
俗，这是在湖南体会不到的。”陈
翔说。与往年相比，广州取消了
各区的大型花市，改为各街开办
小型社区花市，但琳琅满目的鲜
花与节日的氛围，让从未在广州
过年的陈翔大开眼界。

陈翔表示，今年在广州过年，
他特意买了各式各样的花：“广州
人有买花过年的习俗，入乡随俗，
我也跟着买了。虽然不知道具体
有什么说法，但是回家看到家里
各式各样的鲜花。年味一下就出
来了。”

贴福字、贴春联、买年花……
春节期间，陈翔的妻子把家里布
置得温馨，安排得妥帖。让工作
忙碌的丈夫回到家，可以感受到
家的温暖。陈翔透露，年三十晚
上，自己和妻子一同下厨，各自露
了一手绝活。一起做了顿大餐。
有爱有家，小两口留穗过年，也不
会觉得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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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年夜饭暖心又暖胃 趣味运动会暖身又充实

广东留校生：学校是温暖的家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陈亮 实习生 梁铱霖 李冰娜
图/学校供图

夫妻列车长：
11年“小家”对“大家”的坚守坚守
故事地点：京广高铁广九客运段高铁动一车队
故事主角：黎志广 王娣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刘云

春节来临，广东各大高校纷
纷拿出“诚意”，给留校学子送上
新春祝福：五花八门的免费年夜
饭，暖心又暖胃，在校内营造喜
庆的过年氛围；新春趣味运动
会、师生携手写春联，各式各样
的新春活动暖身又充实，丰富留
校学生的假期生活。

广州留校港台大学生过年也精彩

过年期间的“重头戏”非
年夜饭莫属。从近日广东一
些高校公布的除夕年夜饭菜
单里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形式涵盖自助餐、套餐、围
餐、火锅、DIY，菜品从“硬菜”
海鲜到水果甜品，一应俱全，
且全部免费！

中山大学推出了“欢聚
中大”（免辣）和“济济一堂”
（辣）两种年夜饭套餐，照顾
学生的不同口味。蚝豉焖猪
手寓意“好事就手”，香辣红
烧肉祝愿中大学子来年“红
红火火”，香辣沙虾和宫保双
丁送上“节节高升”“德才兼
备”的祝福。此外，中大还为
有特殊饮食需求的留校学生
提供相应膳食，学生在年夜
饭申领问卷的特殊需求栏注
明即可。

华南理工大学开展“暖
胃”行动，除夕至大年初三留
校学生免费用餐，年夜饭除
了热气腾腾的火锅，还有卤
水牛肉片、酥炸鸡腿、红烧狮
子头、椒盐虾等自选菜式可
供选择。记者留意到，华工
的年夜饭餐标达 40 元。此
外，学校还为留校学生准备
了新年大礼包，包括曲奇、蛋
卷、橙子和苹果。学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大礼包内的水
果 安 排 是 有 寓 意 的 ，学 校

‘橙’心‘橙’意，祝同学们‘苹

苹’安安。”
广东工业大学的留校学

生可选择自助餐、套餐、围
餐、DIY 包饺子、DIY 自助小
火锅等多种形式用餐，而且
人 均 餐 标 标 准 不 低 于 50
元。红烧牛腩煲、大闸蟹炒
年糕、菊花松子鲈鱼……每
道菜色都令人垂涎三尺；大
展鸿图、金榜题名、学业步
步高……每道菜名都富有吉
祥寓意。广州大学则将除
夕及大年初一的三餐菜单
一一列出，把留校学生“安
排得明明白白”，更有丰盛
的团年自助餐，唤醒广大学
子的家乡味觉。

从除夕到大年初三，广
东财经大学也为留校学生准
备了“迎新免费爱心餐”，除
夕当晚还有“南北饺子汇”，
学生可品尝到南北方各具特
色的饺子。华南农业大学在
除夕前为留校学生每人派发
100元新春红包，同时还为留
校学生派发免费餐券，学生
在除夕和大年初一凭劵可享
用到规定标准的三餐（早餐 5
元/餐 ，午 餐 、晚 餐 各 30 元/
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
派出了红包及加餐券，“承
包”留校学生从除夕到大年
初二的中餐和晚餐，还在除
夕当天推出醒狮贺岁迎新春
活动。

金牛迎春，步步为“赢”。
为充实留校学生的假期生活，
华南农业大学举办了迎新春师
生趣味运动会，会场设置了乒
乓球接力赛、竞速投篮、接力跳
绳跑、师生友谊赛等趣味运动
项目。各游戏区人头攒动，笑
声连连，新年喜悦溢于言表。
留校学生通过参与游戏活动，
既能从中体会新年乐趣，又能
通过参与游戏，用戳章兑换纸
巾、洗衣液、水杯等新年奖品。

据悉，广东财经大学在寒
假期间也会组织开展乒乓球或
羽毛球比赛及新年环校跑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财经
大学在 2月 10日举办了“书记
校长和我一起迎新春”活动，除
了写对联、剪福字、制衍花、DIY

福卡等传统项目，学校还给每
一位留校学生准备了压岁红包
和免费爱心自助餐。记者了解
到，这是广东财经大学开展的

“暖身暖窝暖心花式取暖，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系列春节活
动之一。此外，学校将开展论
文写作与案例研究、新年环校
跑、“最暖窝”宿舍评比、经典影
片赏析等一系列丰富活动。

华南师范大学举办“全民
健身，运动打卡”活动，组织学
生参加体育活动和运动打卡，
面向留校学生开展各类体育和
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推出了
独具华师元素的新春大礼盒，
内含六款红包，三款窗花及一
款手账本，其中南海校区窗花
右侧是中国屏风，祥云与花朵

错落点缀其间，左侧是经典华
师美食。此外，华南师范大学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由
心理咨询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个
体心理咨询和特色团体辅导活
动，含曼陀罗绘画团体、心理投
射卡团体、舞动减压团体、巴特
林团体、线上情绪正念等活动。

除了“暖胃”行动，华南理
工大学还开展“暖行”行动，已为
近1000名困难学生提供返乡路
费补助 18 万元；同时开展“暖
身”行动，预留足够勤工助学岗
位，在春节前夕慰问学生并发放
冬衣补助；此外还开展了“暖心”
行动，开放图书馆、运动场，运营
校巴、市场、超市等便民服务，对
学生宿舍及校园公共区域做到
消毒消杀全覆盖、无缝隙。

暖心又暖胃，高校年夜饭哪家强 暖身又充实，趣味运动会迎新春

与亲人“云”相聚，师生团圆同吃年夜饭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陈翔：

感受广州年味
随时待命筑牢疫情“防火墙”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广州环卫工登央视春晚
“谢谢”致敬抗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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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义、林秀莲、刘学云、王阿龙（从左到右）在 2021 年央视
“春晚”后台 图/侨银

黎志广（左）
与王娣（右）在列
车上服务乘客

华南理工大学年夜饭部分菜品

留校学子书写新年祝愿

陈翔（左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实
习生刘灏文报道：2021年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
晚）当中的小品《阳台》，以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时的武汉作为故事
背景。在结尾宣布武汉“解封”
时，不少群众演员从幕后走向幕
前；其中一名群众演员，身穿印有

“谢谢”二字的衣服感谢所有为抗
击疫情出过力的人。在紧接《阳
台》后的歌曲节目《明天会更好》
中，他再次作为群众演员登场。
他的身份是来自广州的环卫工人
王阿龙。

四位“群演”都是环卫工

在《阳台》和《明天会更好》两
个节目中登上舞台的四名环卫工
人，分别是王阿龙、林秀莲、刘学
云、黄国义。在《阳台》小品进行
到末尾，他们身穿橙色外套出场
感谢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出过力
的人。其中王阿龙在舞台上掀开
外套，露出印有“谢谢”二字的T
恤衫，引得现场摄影给予“特写镜
头”。

2 月 12 日，刚刚返回广州的
王阿龙介绍起四人登上春晚舞台
背后的故事。原来，四人均为侨
银股份在全国不同项目的环卫工
人。在广州，王阿龙参与广州市
本级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工作，
曾获2019年广州“优秀城市美容

师”称号；林秀莲则是广东省茂名
市茂南项目保洁主管，之前在转
运站工作，升任保洁主管后负责
12 条城中村的日常保洁管理工
作，在2020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
动奖章；刘学云的工作经历与林
秀莲类似，同是“女汉子”的她同
样长期与垃圾压缩中转站打交
道，工作地点则是安徽池州；环卫
工人黄国义则在河南固始从事洒
水车司机工作。

登台“谢谢”抗疫者

尽管只是群众演员，但王阿龙
和同事们还是认真对待演出安排，
1月 20日已到达北京参与排练。
在得知导演组希望他和同事用最
直白的方式表达对抗疫者的感谢
目的后，他和同事及其他演员与导
演组一道构思表达方式，最终共同
确定了在衣服上写下“谢谢”二字
的“心怀感谢”创意。

“我胸前的‘谢谢’，既感谢所
有抗疫者，也感谢所有从事环卫
工作的兄弟姐妹。”王阿龙表示，

“全民战疫”背景下，医疗、公安
等行业付出很多，他们值得在

“春晚”这个舞台获得感谢。不
少一线环卫工人平时要面对未
必干净的工作环境，在疫情期间
则面对着可能涉疫的生活垃圾，
他们同样值得在“春晚”舞台上
获得感谢。

2月11日早上8时，黎志广和
王娣又要开始他们新一轮值乘排
班了。这一天是除夕，8岁的儿子
睿睿也因爸妈的早起而醒来，或
者已经习惯，面对即将出门的爸
妈，他竟没有不舍得的娇嗔。

在睿睿卧室衣柜的一侧，贴
着爸妈和自己的亲密合影照片。
睿睿说，本来希望这里有一张和
爸妈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的合影
的，但他们没有到，因为要上班，
而且，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一起出
席过自己幼儿园的任何一个活
动。

时针指向9点，黎志广和王娣
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了。他们
和儿子打招呼，睿睿礼貌地和爸
妈挥挥手。见爸妈出门后，睿睿
拿出画笔，独自画起画来，他画的
图案是动车火车头……打睿睿记
事起，就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度
过除夕，“因为他们都在列车上，

今年也是”。
虽同为京广高铁广九客运段

高铁动一车队的列车长，结婚 11
年来，黎志广、王娣两人的春节除
夕班，都是各自值乘不同的列车，
有时列车的行驶方向可能完全相
反。黎志广说，手机里，甚至没有
一张和妻子、儿子在除夕夜的合
影。

在纵横交织的铁路线网上，
列车飞速奔驰着迎来送往。列车
上的工作重复繁琐且重要，身为

“大管家”的列车长，在车厢内走来
走去，看起来“轻松”，实际上担负
着整个列车旅客的安全重任。车
厢内应急设施是否齐全、座椅位置
是否转向、洗手间纸巾有无叠放整
齐……所有细节，必须准确无误。
阵阵忙碌过后，只有在短暂闲下来
的时候，对亲人的爱意才会重新涌
上心头，黎志广和王娣习惯了抓住
时间空隙彼此想念。

中午在列车上用餐的时候，
王娣会边吃饭边拿着手机翻看和
家人的合照。有一次出车，王娣
曾向同事笑着说：“不止11年来的
除夕夜，就算是每年的结婚纪念
日，除了我老公不在，大家伙都
在。”黎志广从记者转述中获悉此
事后，怪不好意思地说：“佳节缺
失的陪伴，会在平日生活里更多
地补偿给爱人，还有孩子。”

工作和生活对于铁路人来
说，就像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很难
实现交集。11 年来，每到除夕这
一天，万家灯火相聚时，也是黎志
广和王娣各自奔赴不同列车值乘
工作的时候。

记者问，11 年都以这样的方
式迎新年，会有什么遗憾吗？王
娣说：“国家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
异，相比以前的‘绿皮车’年代，现
在我值乘的高铁速度飞快，下班
后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和家人团

聚，没啥遗憾。”
黎志广说：“一不留神，11 年

竟然都是这样度过除夕的，但我
们俩在不同车厢里彼此守望，虽
不能回家团聚，却实现了中国铁
路人‘小家’对‘大家’默默护行的
坚守。”

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展翅”实习专项行动……


